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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古老科尔沁 奋进新时代 谱写新华章

加快打造百亿级蒙中医药产业集群
——内蒙古通辽市践行新发展理念系列报道之十一

□ 本报记者 于保明

□ 任阿龙

蒙医蒙药，是祖国医学宝库的瑰

宝。内蒙古蒙药最丰富的地区是东部

山地，特别是大兴安岭燕北山地，而主

要的内蒙古大宗药材主要分布于广大

草原和荒漠地带。通辽是我国蒙古族

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是蒙医药文明

的发祥地。国内最大的蒙药生产基

地、蒙药材种植基地、蒙药贴生产基地

以及国内最早成立的蒙药厂都在通

辽，全国50%以上的蒙药成药产自通

辽。蒙医药作为天生“蒙字标”，也是

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

近年来，通辽市将蒙医药产业作

为“五大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依托蒙医药独特的人文优势、地域

优势和全产业链优势，将蒙医药融入

发展特色经济、民族医药事业、乡村振

兴、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中，

以蒙医药保护和传承为基础，以蒙医

药创新和提升为重点，加快蒙医药标

准化、规范化、产业化、国际化进程，着

力打造绿色蒙医药全产业链及现代化

产业集群。

抗击疫情大显身手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全国各地进入了全民战

“疫”的紧张时期。面对巨大的冲击和

挑战，蒙医药发挥出了在治疗领域的

独特优势，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

2020年1月22日，根据内蒙古自

治区卫健委和通辽市委的指示，内蒙

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组建了蒙医诊疗

专家组，制定了《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

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蒙

医诊疗方案》。通辽市卫健委及时召

开蒙医药治疗效果专家评估会，用蒙

医理论对现有治疗方案、诊疗效果进

行全面评估，成立了通辽市疫情防治

蒙医中医专家指导组，并将方案在自

治区备案，纳入全区蒙药方案。

1月25日，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

医院接诊1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后，

立刻按照自治区卫健委《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蒙医药中医药预防诊疗

技术指导方案》及时使用蒙药。该名

患者在西医治疗方案基础上持续使

用蒙药，症状明显减轻。1月29日，

自治区药监局开辟绿色通道，洪格

日-12（特方）、巴特日-7（特方）等

8种蒙药制剂注册制字号备案，使内

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院内制剂合

法使用。1月31日，通辽市派出内蒙

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2名蒙医专家赴

呼和浩特、包头参与指导蒙药治疗新

冠肺炎工作。

通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印发了《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治中推广使用蒙药清

瘟十二味丸的工作方案》。通辽市卫

健委开设专班，抽调内蒙古民族大学

附属医院蒙医药专家赴全市各旗县市

区，全面开展蒙药清瘟十二味丸预防、

投药工作。通辽市还将蒙药清瘟十二

味丸等8种蒙药制剂纳入医保目录，

通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在全市

14家医疗机构调剂使用。

科研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通辽市最早的医学记载就是蒙

医，蒙医整骨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近年来，通辽市不断推

进“中国蒙医药之都”品牌发展建设，

蒙中药材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蒙医药

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连续六年召开蒙

医药产业博览会暨民族医药高峰论坛，

蒙医药国际、国内影响力逐步扩大。

通辽市不断提升蒙医药服务水

平，增强蒙中医药相关健康、文旅、科

教、体验等消费吸引力和辐射带动

力。2015年通辽市被评为“全国基层

蒙中医药工作先进市”，所有综合医

院、90%以上的苏木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中心都设有蒙中医科，80%以上

的嘎查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都

开展有蒙中医药服务。

蒙中医药科研不断进步，全市现

有10所研究机构从事蒙中医药科研

工作。目前，通辽市共有蒙医药专业

技术人才1357人，占全市专业技术人

才总量的2.2%。这些专业技术人才

中有正高级职称115人、副高级职称

176人、中级职称295人、初级及以下

职称771人，占比分别为8.5%、13%、

21.7%、56.8%。其中，有博士学位者

23人、硕士学位者110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通

辽职业学院药品食品系每年为社会

培养蒙医药类毕业生400余人。内

蒙古民族大学蒙药研发实验室是国

家民委、教育部蒙医药研发工程重点

实验室。2020年，内蒙古民族大学

和通辽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内蒙古东

部区中心食品药品检验所）联合申报

国家药监局蒙药质量研究与评价重

点实验室，这将对通辽市蒙医药的研

发与蒙医药人才的培养起到巨大推

动作用。

推动医康养一体发展

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通辽蒙医

药逐渐具备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与理

论、方法体系，传统验方、经典方、秘

方、协定方和科研方层出不穷，收藏了

自11世纪以来的蒙医药文献388 部

536册，汇集了历代专家学者的经验

和智慧，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独

特的诊治经验。

近年来，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

人们对蒙中医药服务有了“井喷式”的

需求增长，多元化、个性化特征日益明

显。蒙中医药服务正由主要提供医疗

服务向提供融医疗、预防、保健、养生、

康复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方向发展，

以蒙中医医院为主导的医疗服务正向

多层次保健产品方向发展，蒙医中医

养生产品、保健理疗设备越来越多地

进入家庭。

今年，通辽市将加快打造百亿级

蒙中医药产业集群，推动蒙中医药产

业医康养一体发展，深化与高等院校

合作，组织开展蒙医药技术体系等重

大科技专项，加大实用技术的推广应

用力度。重点推进海天制药蒙中药材

初加工和中药饮片等智能生产线技术

改造等项目建设，办好内蒙古（通辽）

第七届中蒙医药产业博览会。

□ 田晓航

挂号选医生基本靠猜、检查结果

等得心焦、生娃办手续烦琐不堪……

这些医疗健康服务中的“痛点”，常常

让本该享受服务的患者十分“难受”。

“互联网+医疗健康”正在改变这

一切。国家卫健委日前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

服务行动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围绕

上述“痛点”，江苏、江西两省拿出了解

决方案。

从“选医院”到“看医生”

看病时，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无

奈：只知道哪个医院好，不知道该挂哪

个科、选择哪个医生，最后往往是看看

简介，随便选一个医生。

为破解这样的“无奈”，江苏省设

计了一个针对全体26万名医生的人

力管理系统。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

兰青介绍说，这一系统可以把所有医

生的门诊、住院、手术等相关诊疗信息

全部进行归集。

“目前，我们已经归集了10亿人

次的门诊和4100多万份住院病历，由

此可以知道某一个疾病江苏省哪位医

生看得最多。”兰青说，患者也可以通

过江苏健康通App精准导医，用疾病

名称检索到最会看病、经验最丰富的

医生是谁。

兰青认为，鼓励医生多上临床、多

看病，这个医生才会有更多的病人，

“光会写文章、做科研，不看病、不开

刀，在我们这里就没有病人会找。”同

时，在“互联网+”的大环境里，“导医

生”的方式更加凸显临床医生在医疗

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构建新型

的医生、医院、患者之间的和谐关系。

健康档案随身带随时用

看病就医自带纸质病历本、电脑

打印的处方和检查报告拿回家就找不

到了……在江苏，这些不方便的做法

已经“OUT”了。

据介绍，江苏省在省市县三级健

康信息平台建设时，设计了以身份证

号码为索引的自动汇集机制，患者在

省内所有的就诊记录、公共卫生服务

记录都会自动汇集到自己名下形成健

康档案，患者可以从健康档案中实时

查看检验检查结果。今年，江苏省还

将把省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影像全面上

云，届时患者可以通过索引查询自己

的影像资料。

“江苏健康通App已汇集 6100

多万居民的健康档案，个人可以随时

调阅自己的健康档案。”兰青说，去医

院无须携带纸质病历，还能减少不必

要的重复检查，节省费用、减轻负担。

据兰青介绍，健康档案只有患者

自己或自己的委托人才能查阅，提供

给医生时可以有主动性地选择，能够

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隐私。患者还能

实时了解自身健康状态，提升自我保

健意识。

“婚育户”实现一链联办

生个娃，要在卫生健康、公安、医

保、人社4个部门递交纸质材料，来回

奔波，手工填写百余项信息资料？在

江西省，过去确实如此，而今只需要一

次提交15项基本信息就可以实现“一

链联办”。

江西省卫健委一级巡视员曾传美

介绍说，2020年7月以来，江西依托省

政务平台“赣服通”推出“婚育户一链

办”服务，为婚育家庭提供“六证四查

询”服务，即线上办理生育服务卡、出生

医学证明、新生儿上户口、新生儿医保

登记、社会保障卡及预防接种等六证，

以及婚前医学检查机构、产前检查机

构、疫苗信息和重名等四项查询服务。

此外，江西开展电子证照建设，大

大方便了信息登记和使用。曾传美

说，自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至今，江西省

办理生育登记198.83万例，其中异地

办理29.61万例；生成出生医学证明电

子证照289.41万张，并实现了与浙江、

福建、广东等10个省份共享出生医学

证明的数据。

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数据“多跑

路”，群众就能“少跑腿”，变“难受”为

“享受”。“下一步，我省还要优化升级在

线服务，延长服务链条，逐步实现电子

证照部门之间和省际互认。”曾传美说。

□ 单 珊 华 铭

“要不是有了这个好政策，依

我家里这情况，我晚上在医院躺着

也不安心呐！现在可好了，在医院

输完液就能回家，还省下了不少看

病钱……”近日，在安徽省泗县刘

圩镇卫生院“日间病床”病区，患者

王瑞兰和同屋的病友聊起了眼下

新政策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便利。

2020年 8月，泗县在全县19

家乡镇级医疗机构启动“日间病

床”按病种付费支付方式改革试

点工作，结合实际选择急性支气

管炎、脑动脉供血不足、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等10个常见病种作为试

点。自政策实施以来，共有4800

余人次从中受益。

所谓“日间病床”，是指患者在

当日治疗结束后，根据自身情况，

经医疗机构允许，可以晚上回家休

养，所支付的医疗费用按照实际享

受的诊疗服务来结算。采用这种

高效、快捷的医疗服务模式，可大

大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经

济负担，满足不少人“白天在医院

治疗，晚上回家休息”“上午住院治

疗，下午可回家干农活”等需求。

据泗县医保局局长刘奎介绍，

“日间病床”改革试点鼓励医院主

动规范诊疗行为，避免过度医疗，

患者按照实际发生费用的15%支

付医疗费。“患者自付费用减少了，

就医也更加方便了。截至目前，全

县‘日间病床’总费用 591.31 万

元，医保基金支付548.41万元，实

际补偿比达92.74%。”刘奎说。

“不仅仅是患者觉得就医方

便了，我们医院在日常管理和规

范诊疗方面也有了长足进展。”谈

起“日间病床”政策推行给医院带

来的改变，刘圩镇卫生院负责人

深有感触。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一些身体无大碍、行动也方便的

患者，往往不愿意在医院里住着，

但是考虑到门诊报销比例不高的

问题，他们只得无奈选择住院治疗

的方式。这就导致不少患者白天

在医院住、晚上偷偷溜回家，“挂

床”住院现象屡见不鲜。这种情况

不仅给医院管理带来难度，更主要

的是无形中挤占了危急重病人的

就医床位。“好政策一推行，‘两难’

变‘两全’，不仅破解了‘挂床’住

院难题，同时对解决基层医疗机

构低标准住院问题也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医疗体制改革就是要打通“堵

点”、破解“痛点”、攻克“难点”，力

求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

务。“日间病床”试点工作就是泗县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的一个缩影。

当前，泗县正积极主动推进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改革，探索开

展门诊“中医适宜技术”按病种付

费改革等，真正让老百姓好看病、

看好病。

刘奎表示：“下一步，泗县将积

极推进医保领域‘放管服’改革，提

升医保经办服务水平，不断简化

办事程序，优化服务流程，对办理

政务服务事项所需证明材料和手

续进行全面清理，让医改政策真

正惠及民生。”

白天住院治疗 晚上回家休息
安徽泗县开启“日间病床”就医新模式，

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互联网+医疗健康”让看病不难受
江苏、江西两省针对医疗健康服务中的“痛点”拿出解决方案，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供更多就医便利

蒙药展示 （通辽市委宣传部供图）蒙药生产 张启民 摄

河北唐山
打造医养综合体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

古冶区探索推进“医养结

合”养老模式，打造集养老

护理、医疗康复于一体的托

老中心，为老人提供持续

性、针对性医疗养老服务。

目前，古冶区已发展“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20余家，社

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逐

步完善。图为居住在古冶

区安馨医疗养老庄园的老

人在进行康复训练。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